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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大街西历史街区修缮与
保护工程中的历史建筑以及新建工程
的用途，目前初步确定 15 号楼作为展
览馆， 主要展示历史街区文化的传承
延续。 其它建筑将进行商业开发，招商
工作还在进行中。

据悉，为加速推进项目实施，长发
集团先后聘请仲量联行、北京赛特、上
海华东院等多家策划咨询公司进行项
目策划定位，基于项目区位优势明显，
商业氛围浓厚等特点，建议围绕文化、
餐饮、娱乐等商业业态打造该项目，未
来将实现可观的经济收益。 考虑到该

项目是长春市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重点工程及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有
着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经过
反复研究， 决定以文化类酒店作为新
建区域主营业态。

鉴于洲际酒店集团品牌在全世界
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5300 多家
酒店的独特优势， 经过多次考察与洽
谈， 最终与洲际酒店集团达成合作意
向，引入其英迪格文化主题酒店（五星
+级）。英迪格酒店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仅在上海、香港、天津、厦门、丽江、大理
开业 6 家酒店， 其秉承展现当地建筑
特色与文化氛围的设计理念，与历史文
化街区建设要求高度契合，是彰显本土
文化韵味和独特历史印记的重要途径。

刁疏桐说， 该项目运营后将对吉
林省打造对外宣传、 提升城市形象、提
高区域价值具有积极意义，将为长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再添新名片，为打造长
春乃至东北亚区域的文化新地标做出
贡献。

@长春人，北京大街西历史街区修缮工程上演“复古术”
清晨，当长春的第一缕阳光翻过“宝山洋行”老楼，投射在北京大街西地块上的长发集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修复项目部时，这条静躺了百年的老街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和城市里众多老街一样，这里就像一片被隔绝了的世外之地，深处闹市却又从容平静。而与别处不同的是，北京大街西即将被

打造成为长春历史文化街区的一部分，一座集文化、历史、旅游、商业为一体的综合区域将在其原址上“复活”。
近日，我们前往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修缮与保护工程施工现场，为你揭开这条充满岁月印记的老街的“前世今生”。

北京大街，西北起西广场，东南至大经
路，全长约1300米。 1909年左右形成，时称
“怀德街”。 1922年改称“八岛通”。 1946年改
称“北京大街”，并沿用至今。 目前街道两侧
以西侧老建筑遗存较多。

伪满宝山洋行是北京大街西最具代表
性的历史文物建筑，它位于“新发路”和“八
岛通”（今北京大街）交会处的西北角。 其最
早期历史可追溯到1932年日本人开设的宝
山火柴厂， 获利后1937年开工建设宝山洋
行，这是一个由日本商人经营的大型百货商

店，主要经营东洋、西洋货物，也经营咖啡
馆。 主体建筑地面4层，地下一层，局部7层，
建筑面积6840多平方米，有屋顶花园和旋转
楼梯，据记载，该建筑也是当时长春最高的
建筑物。

1952年后此楼为长春第二百货商店使
用，后改为长白山商场、中兴商厦，现为欧亚
新发商厦，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随着
长春市旧城改造工程的启幕，这栋文物建筑
与这条百年老街一同成为修缮与保护的对
象，洗尽铅华后，清爽回归。

关于北京大街你知道多少？
百余年历史曾诞生长春最高建筑

北京大街西 22 栋老楼修缮进展如何？
已修缮宝山洋行等4栋 今年再完成3栋

由长发集团负责组织实施的北京大街
西历史街区修缮与保护工程位于长春市宽
城区，吉林省政府东侧，东至北京大街、南至
新发路、西至省政府围墙、北至呼伦路。 项目
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7万平
方米，计划总投资15亿元。 长发集团拟通过
修缮改造及风貌区恢复，将该地块打造成长
春城市文化商业创意街区。

据长发集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项目
部副指挥长刁疏桐介绍， 项目修缮区域内共
保留22栋建筑，修缮区域已于2016年启动施

工， 目前已完成宝山洋行等4栋建筑修缮，计
划2018年7月底完成1号、15号、22号3栋建筑
修缮改造，其余建筑视征收进度，适时启动。

在施工现场， 可以看到属于文物建筑
的15号楼内部加固已完成， 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楼顶挂瓦。刁疏桐说，该楼的外立面的
墙砖目前正在南方订做烧制，待到位后，开
始贴砖施工即可完工。 一街之隔的1号楼
和22号楼主体及外立面也已基本完成，目
前正进行内部墙面粉刷， 工程已进入收尾
阶段。

历史街区新建工程何时推进？
9栋建筑每栋3层 力争年内主体封顶

“除对老楼修缮和保护外， 项目还
有新建工程。 ”刁疏桐说，新建工程计划
投资8.96亿元新建9栋建筑， 占地面积
0.89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1.6万平方米，地下3.6万平
方米。 目前已完成项目备案、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等前期工作，土地 7月初刚刚

完成摘牌，近期即可开工建设，力争 2018
年内完成建筑主体封顶。

刁疏桐表示， 实施新建工程将秉
持遗存严格保护，片区功能再造，街巷
肌理延续，建筑新旧融合的原则，将北
京大街西地块打造成为精品历史文化
街区。

老楼修缮存在哪些难度？
稀世老墙砖找遍全国最终景德镇定制

项目部自2016年进场施工到如
今，不少路经的市民疑惑：为何项目
进度推进如此之慢呢？

“从施工角度说，文物建筑、历史
老楼的修缮和保护与常规的建设楼宇
区别本来就很大， 而就北京大街西历
史街区项目来说， 又存在很多现实的
难度。 ”刁疏桐首先解释说，历史街区
有不少老楼属文物建筑， 如修缮完成
的宝山洋行以及目前进入收尾阶段
的， 新发路与清明街交会口的 15 号
楼。 这类建筑的修缮必须由具备文物
修缮资质的专业建筑公司来实施，在
北京大街西历史街区施工的就是一家
来自首都的专业文物修缮公司， 曾在
北京、 大连和沈阳等地有过成功施工
经验。其次，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诸多
难点和挑战。 具体来说有五大难点：

难点一，征收难。征收由宽城区征
收办负责，征收工作非常困难，不少
房子业主都找不到，也有些老楼的业
主都是零散住户， 产权比较繁杂，有
集体的、有个人的。 有时一层楼居住
20户业主， 需要挨家挨户动员征收，
只要一户有异议， 征收即陷入停滞。

而征收的困难， 反映到施工层面，就
是导致进度迟缓。 刁疏桐无奈地说，
“如果征收顺利，按计划，北京大街西
地块历史街区修缮与保护工程今年基
本上完工了 ， 但目前还在等待征收，
征收一栋立即推进一栋”。

难点二， 老楼修缮材料难寻。 为
准确反映建筑物及街区历史原貌，修
缮过程中所用的多种材料需现行订
制，在样本取得市文物局批准后才可
进行外部修缮工作，对施工工期有较
大影响。

刁疏桐特别解释说， 修缮老楼，
尤其是文物建筑的15号楼，它的外墙
砖与宝山洋行一样，都是“转角砖”。
与当下的建筑转角由两块砖对接拼
成90度不同，15号楼的转角砖每块都
是V型，贴在墙面上自成一角。

2017年15号楼征收后发现，楼体
几经装饰粉刷，外墙砖所剩无几。 只
清理下来几块作为样本，施工单位带
着样本砖走南访北采购。 但由于历史
久远， 东三省这种墙砖已经绝迹，随
后寻遍佛山、福建、江西等地，最终在
景德镇找到老艺人，纯手工一块块地

烧制。 先烧成砖坯，然后上釉，成品的
贴砖凸起有立体感，纹路和材质都和
原有墙面砖百分之九十九贴近，外观
上一模一样。

难点三， 所有老楼都需要做内加
固。 原来楼内的承重墙、主梁由于时
间久远， 已经满足不了当下的要求，
不少已成了危楼。 因此施工第一步先
要做内部主体加固，加固后进行装修
装饰。

由于早年的图纸都已经不见了，
而一些住户又对内部结构进行了破坏
和装修，改变了已有的格局，这给重新
的加固增加了不少难度。 最后只能由
设计院根据现状重新设计，施工加固。
在加固的同时， 还对所有楼房做了内
保温施工，满足日后使用的需要。

难点四， 新建区域地下室整体开
挖与周边道路建筑很近，施工作业面
将受到限制。 项目区域范围内均为城
区主要街道， 泥土外运也是个难题，
目前正在研究解决方案。

难点五， 现状的地下管线情况复
杂，难以确定用途及权属单位，排迁困
难大。

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策划定位是什么？
以文化类酒店作为新建区域主营业态

■本版策划 张立云 记者 刘佳雪报道 /摄

历史建筑的修缮和保护背后是长发人的始终勇于担当精神

22号楼主体及外立面修缮已完成

15号楼整体修缮施工进入收尾阶段

项目力求“修旧如旧”、真实还原老长春的街区风貌

22号楼正进行内部墙面施工

不少老楼已成危楼，修缮前需做内加固

北京大街西历史街区项目地图（绿色符号为已完成）

已经完成修缮的 25号楼墙面使用的即是“转角砖”


